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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肯·沃尔夫的《大历史视野》一书关注那些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大人物以及他们面临的大问题。
每一章叙述两个历史人物，这两人大致生活在同一时期，但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各不相同，作者以
历史性思维，阐释这两个人是如何处理他们所面临的相似的问题的。
这些人物反映并改变了他们各自的世界。
本版新增了关于布狄卡和芝诺比娅的章节，和伊斯兰教神学家安萨里和基督教神学家阿奎那的章节。
最后一章也是新增的，关注曼德拉和马丁·路德·金。
书中内容已经更新，以反映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
本书每一章都独立成章，因此，您可以按照任意章节顺序阅读；内容趣味盎然，读者即使没有专业的
历史知识，也可以轻松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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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肯·沃尔夫是肯塔基州立默里大学的历史系教授，自从1969年以来他便在此任教。
他出生于爱荷华州的达文伯，1965年，他在圣安布罗斯学院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并分别于1966年
和1972年在圣母院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沃尔夫教授帮助设计了州立默里大学的《世界文明史》教程，开课伊始他便亲自教授该课程。
同时，他的常规教授科目还包括《历史性思维的发展》。
沃尔夫教授还在《观念的历史》杂志、《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传记性补充》、《伊利诺斯州季
刊》、《肯塔基州研究》杂志、《AHA观点》等刊物上发表关于欧洲民族主义、史料编纂学、知识的
历史、历史科目的教学等问题的多篇论文。
在1987年至1991年的五年中，沃尔夫则是“肯塔基州长学者项目”的两名院长之一，该夏季项目是为
七百名成绩卓越，并正不断取得进步的高中老教师所设立的，由肯塔基州政府赞助，本项目对州立默
里大学的另一个被称为“联邦荣誉学院”的类似项目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93年至1994年间，他当选为皮尤国际事务教职研究员。
他和他的妻子狄安娜有三个孩子和四个孙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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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汉谟拉比和摩西：作为文明之镜的法律
第二章  琐罗亚斯德和释迦牟尼：阐释苦痛
第三章  孔子和柏拉图：一部分真正善的人
第四章  摩诃毗罗与第欧根尼：格格不入的人
第五章  修昔底德与司马迁：以史为鉴
第六章  阿育王和秦始皇：蜜与醋
第七章  布狄卡和芝诺比娅：挑战罗马
第八章  伊琳女王和武则天：两个圣像破坏者
第九章  安萨里和阿奎那：信仰和理性
第十章  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商人与朝圣者
第十一章  曼萨·穆萨和路易九世：朝圣者与王朝建立者
第十二章  亨利王子和郑和：往南方的远航
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和路德：改革家的两难处境
第十四章  伊丽莎白女王和阿克巴大帝：君主的信仰？

第十五章  康熙和路易十四：东西方两大王朝君主
第十六章  培根和伽利略：新科学
第十七章  伯克和孔多塞：人可能完美吗？

第十八章  杜桑和特库姆塞：对抗命运
第十九章  乔治·桑和哈丽雅特·比彻·斯托：探索女性的世界
第二十章  俾斯麦和伊藤博文：保守派与立宪制
第二十一章  奇莫尔和约克： 踩在两个不同世界里的英雄
第二十二章  爱娃·贝隆和哥达·梅厄：两个扶危济困的典范
第二十三章  甘地和胡志明：通往独立的道路
第二十四章  特勒和萨哈罗夫：政治领域内的科学家
第二十五章  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先知与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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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他的漫长的执政期间，伊藤博文为他的天皇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
在四种各不相干的场合下，他是首相身份；在其他时候，他又以财政大臣和内政大臣的身份出面，并
主持贵族院（上议院）的各项事务。
在19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身兼首相和立宪委员会主席两大要职、统领天皇治下全体官员的伊藤博文，
也曾一度获得堪与俾斯麦比肩的至高权柄。
后来，当政党势力的成熟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伊藤博文不顾政治寡头们对政党政治的嫌恶，也
在1900年组织起他自己的政党。
他创立的政友会在1900年议会大选中胜出。
由此，伊藤再次当选为首相，并树立起循规参政的正面典范，与单凭权谋而周旋于各政党之间的俾斯
麦形成鲜明对比。
在伊藤博文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一直致力于调整军部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然而，他还是没能避免为
争夺朝鲜而同俄国发生战争——这场战争终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
1905年，伊藤博文被任命为日本的第一任“朝鲜统监”；四年之后，他被一名朝鲜民族主义者刺杀身
亡。
没有了伊藤博文的制衡，日本军部势力开始抬头；他们以伊藤博文遇刺为借口，在1910年直接吞并了
朝鲜半岛。
军人阶层日益统领政坛，造成了更多的战争，在二战中达到顶峰。
一如在德国，平民阶层只要军队打胜仗就会支持战争，伊藤博文死后的那一代人中政党的影响力日增
，虽然原先的宪法中所构想的是一种独裁政府，这点也和德国相似。
自然，在日本，对半神化的天皇的效忠是一种比议会普选更重要的国家凝聚力。
政党政治，连同附带更多限制的投票权（在1889年，日本国内享有投票权的人口比重仅仅略高于总人
数的百分之一），构成了新兴的德日两国在政治上的最重要的区别。
在文化方面，两国间还存在一种显著差异：在日本社会中，男性的支配地位更为牢固而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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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博雅典库:大历史视野》：汉谟拉比和摩西：作为文明之镜的法律、琐罗亚斯德和释迦牟尼：阐
释苦痛、孔子和柏拉图：一部分真正善的人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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